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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发展乡村康养旅游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秦皇岛具有发展康养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基于SWOT
分析法全面探讨了秦皇岛发展乡村康养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秦皇岛康养

旅游资源设计康养休闲夜游和康养旅居两大模式，以期为相关部分提供决策参考，促进秦皇岛乡村旅游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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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ealth tourism has been elevated to a national strategy. 
Qinhuangdao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developing health tourism.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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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rural health tourism in Qinhuangdao.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Qin-
huangdao’s health tourism resources, two modes of health and leisure night tour and health care 
residence are designed, 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ar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Qinhua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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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文件提出，加快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国家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

闲旅游产业，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为乡村产业转型和文旅融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抓手。发

展乡村康养旅游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承接城乡发展方面，康养旅游有着天然优势。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健康养生的需求被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统计局 2021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 亿人，占 13.50%。预计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4.87 亿人。

一般按照国际上通常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10%以上，或

者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7%以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

会”[1]。我国相关数据接近较标准的 2 倍，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

老龄化也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有数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消费总额

将达到 7 万亿元，到 2050 年，消费总额更是达到 61.26 万亿。 
所以面对日益增长的大众康养消费市场规模，秦皇岛政府及产业部门应及时抓住商机，尽早进入康

养产业并抢占市场份额。近些年，秦皇岛市政府也提出大力发展康养旅游的战略，从国家和地方层面为

乡村康养旅游保驾护航。但是面临巨大的市场红利，如何因地制宜，将康养产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成

为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 秦皇岛发展乡村康养旅游的意义 

2.1.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有是解决秦皇岛淡旺季旅游的有效方法 

发展康养旅游一方面有助于疏解北戴河旺季旅游压力，通过青山绿水，休闲养生吸引游客进山入村，

另一方面有助于秦皇岛的旅游从单季迈向四季，更大发挥秦皇岛的资源优势，丰富旅游产品类型，拓展

旅游空间，实现旅游转型升级。 

2.2.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是实现城乡二元体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有助于实现乡村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重塑，形成有别于城市的独立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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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附属，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持，形成与城市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的新型城

乡融合体制。 

2.3.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是盘活乡村资源，解决“两留”问题的重要抓手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对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农村物质文化遗产、乡村田园文化以及农村部分废弃或

闲置房屋设施等各种资源加以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实现农业农村资源利用多元化，进而使农业农

村资源利用率大大提高。吸引部分青年、壮年返乡从事乡村旅游及其联动产业的开发、经营，进而在客

观上有利于缓解农村“留守老年”和“留守儿童”问题。 

2.4. 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是实施精准扶贫，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 

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兴旺，但是农村产业单一问题是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健康产业

涉及医疗、制造、保健、体育、旅游、咨询等多个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在产业融合、拉动消费、扩大就

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协同作用，增强当地的自我造血能力，加之外部资本的流入，可以实现乡村的精准

脱贫。 

3. 秦皇岛发展乡村康养旅游的 SWOT 分析 

3.1. 内部优势(S) 

1) 康养旅游资源丰富 
秦皇岛市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其中北戴河更是享誉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先后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重

点风景名胜区、中国优秀旅游胜地四十佳、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年平均气温 10.3℃，盛夏日平均气温 22℃
~25℃，一级空气质量天数年均达 300 天以上，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最高可达 15,000 个，是一

般城市的 20 倍，被誉为“天然氧吧”。北戴河拥有 23 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占据了秦皇岛全境 162.7 公

里海岸线中最精华的地段，是北中国最负盛名的海居疗养胜地。北戴河还有拥有国家级滨海森林公园，

占地面积近 1000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54%。市区范围内，联峰山、鸽子窝、中海滩等 40 余景观群组遍

布。除此之外，中保绿都心乐园、国际康养旅游中心、渔岛温泉度假区、沙雕海洋乐园、阿那亚、阿尔

卡迪亚度假区等独具特色的新业态项目也成为北戴河康养旅游资源重要组成。 
2) 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 
秦皇岛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与北京相距 270 公里，与天津相距 220 公里，处于京津冀一小时

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正在着力打造“京津康养后花园”。京哈高速、秦承高速、沿海高速直抵城区。京

哈、京秦、大秦三条铁路线在此交会，津秦高速客运专线已建成通车，距北戴河国际机场 34 公里。同时

便利的交通优势，也为北戴河借力京津优秀额心理健康医疗资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北戴河医院已经与

北京医院签署深度合作协议，北戴河康养医疗资源得到进一步丰富。同时闲适的田园生活与京津大都市

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可以成为吸引京津老年人群的重要亮点。 

3.2. 内部劣势(W) 

1) 养老产业相对薄弱 
秦皇岛市的健康养老产业，仍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全市各类经审批的养老机构 112 所，床位 10,807

张，还很难满足秦皇岛市养老实际需要。养老产业组织化、市场化程度偏低，健康养生食品的开发应用

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产业布局分散，集聚程度偏低，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健康养老发达地区

相比，尚有差距。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4127


孙彩凤 等 
 

 

DOI: 10.12677/sd.2022.124127 1142 可持续发展 
 

2)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备 
秦皇岛市乡村康养旅游普遍存在资金投入较少、发展规模较小、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现象。主要旅游

业态还是以农家乐为主，缺乏统一规划。康养资源零散分布，没有形成集约化康养小镇。没有形成如陕

西袁家村等典型康养旅游度假地的规模和品质。产业链尚未形成，缺少高端特色项目引领。康养旅游的

开发模式不清晰。未能充分发挥秦皇岛丰富的康养旅游资源，形成“旅游 + 康养”的形态。 

3.3. 外部机遇(O) 

1) 康养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我国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数据表明，在 2016 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约 2 万亿元，预计此后康

养旅游仍将有相当长的时间维持两位数增长速度，并将在到 2020 年达到 3.3 万亿元，2030 年达到接近

10 万亿元，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其中康养旅游市场规模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 20%。在这种大环境下，老年人更加追求生活的品质和内容的丰富[2]。老年人在

有钱，有闲的情况下渴望出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康养旅游需要旺盛并持续增长，将成为一片“蓝海”，

市场前景十分光明。 
2) 相关政策大力扶持 
近些年，国家加大对乡村康养旅游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件：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要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工程，

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农业公园、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

等等，利用闲置农房发展民宿、养老等项目。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强调，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

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等，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

建设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魅力村庄。 
秦皇岛市也紧紧围绕康养因地制宜，制定《北戴河区 2022 年康养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合理规划建

设一批旅居、养老、医养、康复等多类型康养项目，着力打造多业态、全领域康养项目建设格局。发展

“康养 + 乡村振兴”，依托刘庄、费石庄、崔各庄等特色民宿资源，鼓励民宿进行康养化改造，挖掘农

事体验等资源，打造“康养 + 民宿”示范村，吸引康养人群走进乡村感受田园风情。 

3.4. 外部挑战(T) 

1) 缺乏专业人才资源 
作为复合型旅游形式的康养旅游，需要的是既擅长旅游管理又熟知医疗保健知识的综合型人才，然

而秦皇岛市现有的康养旅游从业人员在知识结构、学历层次方面未能达到康养旅游行业所要求的标准。

另外，高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较大的康养旅游人才供给缺口。 
同时一线护理人员尤为缺乏。截至 2020 年秦皇岛市养老专业护理人员不足 2000 人。2020 年秦皇岛

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约 67.3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21.6%。目前的瓶颈是持有专业护理证的人员数量小，

很多护理人员经过养老机构简单培训即上岗，服务缺乏规范性。 
2) 市场竞争激烈 
目前秦皇岛市开展旅游养老产业的挑战主要来京津冀周边乃至全国养老产业发达地区的威胁。在省

内有石家庄、唐山等养老资源优秀的城市构成竞争威胁；在国内养老产业较发达省份如海南，云南，浙

江，江苏等省天然养老资源优越，而且对于养老产业的资金流入较大，发展速度很快。这在无形中给秦

皇岛市的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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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皇岛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模式设计 

结合秦皇岛的乡村和康养旅游资源特点，笔者设计两大类乡村康养旅游产品业态。 

4.1. 秦皇岛乡村康养夜游模式 

在秦皇岛乡村康养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夜市、网红节点、文旅项目打造以“亮化夜景、

美食夜宴、精品夜购和特色夜宿”为核心的夜间旅游模式，构建丰富的乡村康养休闲“夜态”产品体系。 
乡村夜游一直是行业痛点，很多乡村旅游项目单一，往往是“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留不住客人

[3]。乡村夜游一定要突出与城市夜游的区别，就是田园式的清幽和原汁原味的淳朴民风。到了夜晚，家

家户户都挂起灯笼，人们闲坐在门口，亲切地唠着家常，一下就把游客带到小时候街坊邻里的情景中，

感受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惬意。依托乡村稻田、花海、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结

合现代声光电技术，打造和白天迥异的夜间景观，既还原乡野气息，又有效提升田园景观的夜间观赏性。 
1) “夜游 + 灯光”的舒适夜游 
夜景照明能够有效促进夜游经济的发展，展现乡村文化脉络。近年来随着夜游的发展，灯光秀出现

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灯光秀已经成为展示城市面貌的一张名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北京故宫的文创灯

光秀，上海外滩的都市灯光秀，还有 2020 年武汉的致敬英雄灯光秀，无不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4]。
通过灯光把乡村点亮，也把人们心中的希望点亮，打破人们对农村天黑睡觉的传统观念，调动夜间出游

的渴望，聚集人气。让人们夜晚有消遣的地方，人员流动起来，激活乡村夜游。 
2) “夜游 + 文化”的体验夜游 
人们白天上班，夜晚下班后希望能有地方陪家人，陪孩子一起休闲放松。因此以各种文化为背景的

夜间消费成为夜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夜市为主的市井文化，以美食为主的餐饮文化，以茶香为主

的康养文化，以演艺为主的娱乐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乡村夜间文化休闲产品体系。打造如北戴河艺术村那

样的乡村文化供给资源，形成点–线–面联动，促进内循环，搞活乡村经济。 
3) “夜游 + 景区”的休闲夜游 
以景区为依托，带动乡村康养旅游。景区延长营业时间，打造夜间旅游的氛围，可以有效增加收入，

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专以美轮美奂的夜间旅游而闻名，成为城市的新地标。这些景区夜游项目不仅有

效地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娱乐等产业的兴旺，同时也带动灯光投影技术、环境造景工程等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4)“夜游 + 住宿”的民宿夜游 
随着城市的压力不断增加，人们渴望逃离熟悉的环境，是自己的身心得到释放。乡村民宿成为人们

的首选。如浙江的莫干山，每到周末，房价大都在 3000 左右[4]。秦皇岛地处京津冀要地，景色优美，价

格适中，尤其是在周末假期时间短的前提下，对北京、天津和唐山等地的游客有强烈的吸引力。秦皇岛

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打造精品乡村民俗，通过丰富的文旅产品，留住游客，延长停留时间。 

4.2. 秦皇岛乡村康养旅居模式 

秦皇岛应仅仅围绕传统文化、中医保健、现代科技三大特色做文章。根据其资源特色和现有旅游养

老产品基础，优化构建旅游养老产品结构，主推特色养老小镇、田园养老综合体、滨海文化旅居享老、

医疗保健旅居享老、避暑旅居享老以及主题特色旅居养老等多元旅游养老产品体系。重点提升秦皇岛旅

居养老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打造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旅游养老目的地品牌(图 1)。 
1) 美食康养旅居享老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4127


孙彩凤 等 
 

 

DOI: 10.12677/sd.2022.124127 1144 可持续发展 
 

 
Figure 1. Sojourn and health mode 
图 1. 旅居康养模式 

 
以中医养生为核心，遍访地方特色养生膳食、素斋、绿色餐饮、养生茶汤、养生保健食品等多种食

疗养生产品于一体的美食享老体系。并设置身体健康检查、医疗器械监测、健康咨询管理等多种享老服

务项目。 
2) 书画摄影旅居享老 
书法绘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影也深受老年人的喜爱，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这些客户文化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大多喜欢到户外或异地采风。组织书画摄影爱好者到异地去感受不

同的风光，激发创作灵感，交流技巧心得。 
3) 古城古镇旅居享老 
依托古城、古镇、古村特有的文化资源、特色街区、历史遗址、建筑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开

发一系列具有历史记忆和怀旧特色的享老项目，将传统文化和享老需求相结合。 
4) 民俗民风旅居享老 
民俗民风是全国各地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是我国本土文化的瑰宝，是“美丽中国”之基底，感受

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可以丰富老年人旅居生活，以地方特有的民族风情、节庆、习俗、婚俗、食俗等为

核心吸引物，利用传统民俗文化体验对老年人的吸引力，加强老年人深度休闲体验，使其成为老年人“享

老”生活的重要补充。 
5) 音乐艺术旅居享老 
音乐艺术具有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情智互补的作用，音乐艺术旅居享老以文化艺术为

内涵，依托艺术创作、戏曲品鉴、音乐赏析等多种方式，打造集老年艺术公社、艺术会展中心、文化休

闲商街、博古斋、读书楼、棋茶室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综合性音乐艺术享老产品。 
6) 宗教禅修旅居享老 
“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伴随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老年人对精神信仰的追求不断提高，开发

包括佛学院、山水禅庭、禅医堂、静心馆、素食斋、养心阁、生活禅修体验基地、心灵成长学校等多种

宗教养心享老业态，符合现代和未来老年人对宗教文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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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策建议 

5.1. 加强政府投入，积极政策引导 

秦皇岛市政府应加大对全域旅游的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政策引导，根据本地特色因地制宜的制定相

关的政策，引导乡村康养旅游健康发展。政府全力配合相关企业，帮助酒店、餐饮、旅行社和景区企业

申请国家专项补贴资金。出台相应政策，打造品牌和知名度为服务目标，多产业间相互融合发展，提供

一站式服务，同产业间展开以服务为目的的竞争，优势互补，共同促进行业领域进步。同时需要有关部

门不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来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如延长营业时间和配套的交通体系等[5]。 

5.2. 以实现产业化价值为导向，包装、培育乡村康养旅游 

一方面，以依托农业自然山水、民居的形式落地，使乡村养生根植真正的农村文化，借农业之手增

加乡村康养旅游的厚度与丰度；另一方面，为乡村康养旅游披上吸人眼球的文化主题，借文化之手延长

并深化康养旅游产业链，让乡村文化能够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增值。通过文创、科普、新业态等手段实现

“康养 + 田园 + 文旅”的融合(图 2)。统筹考虑乡村文旅开发和康养产业发展、环境升级的关系，将区

域内一切具有特色的优势产业、乡野环境作为卖点的开发之源，把传统旅游开发中的“资源背景”转化

为产品主体，强化乡村符号、丰富康养产业链条。 
 

 
Figure 2. Integration model of rural health tourism 
图 2. 乡村康养旅游融合模式 

5.3. 加强人员培训，吸纳康养人才 

加大人员培训力度，将康养旅游最新知识传授给从业人员，完善人员考核机制，制定完善的薪酬奖

励体系，让真正付出的服务人员得到应得的报酬；加大人才投入，吸纳高校康养人才。康养旅游产业是

一种集健康、医疗、旅游、体育、养老等于一体的新业态，需要复合型的旅游专业人才，应该加大人才

投入，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人才落户政策，从而在根源上留住人才[6]。 

6. 结论与展望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愉快、长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新发展格局下，健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4127


孙彩凤 等 
 

 

DOI: 10.12677/sd.2022.124127 1146 可持续发展 
 

康产业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康养” + “旅游”将迎来黄金发展时期。本文以 SWOT
模型为基础，全面分析和梳理秦皇岛发展乡村康养旅游说面临的内外部优势及挑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秦皇岛要利用广阔的黄金海岸线以及北部山区乡村的区位优势和环境氛围，大力发展乡村康养旅游，打

破秦皇岛旅游淡旺季明显的瓶颈，实现全时全域旅游。全面打造集健康疗养、生态旅游、文化休闲、体

育运动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康养产业模式，助力一流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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